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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

展，社会媒体对信息的生成、传播与消费

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深刻的变革

为学术研究与技术应用带来了无限机遇与

巨大挑战。近年来，社会媒体分析与智能

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前正成为一

个新兴且极富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基于此，

本文将主要分析并阐述社会媒体分析与智

能这一领域近年来的研究工作。首先，我

们将介绍观点挖掘/情感分析、社会网络

分析等社会媒体信息分析工具，并描述影

响力扩散、在线社区等社会媒体分析中的

建模方法与预测研究。接着我们将介绍社

会媒体智能的基本概念与应用情况。文章

最后，我们将总结并讨论该领域所面临的

若干挑战。 

1 引言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

社会媒体(Social Media)的崛起，新的技

术平台使得内容的产生与分享能够以交互

的方式进行。新鲜的应用功能，良好的用

户体验和含有社会属性的服务内容加速了

用户生成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爆发。如果从平台的角度出发，

各式各样的网络应用服务勾画出社会媒体

的基本功能轮廓，如表 1 所示列出了社会

媒体中的主要服务类别。例如：博客、微

博客、社交网络、维基百科、兴趣图谱、

地理签到站点、图片/视频分享站点、社

会标签站点、网络社区等等。事实上，社

会媒体中产生并流动着的海量用户生成内

容正是 Web2.0 时代的主要特性。在

Web2.0 时代，网民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

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发起某项

集体行动，这使得网络中的行为愈加密集，

更具风险性，同时也更为复杂。 

在维基百科中，社会媒体被定义为

“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

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1]。广义来说，

社会媒体代表了一种新的沟通方式，这是

一种基于社区的分布交互式的内容产生和

传播机制[2]。区别于传统媒体（例如：报

纸、广播、电视）的广播式传播机制，社

会媒体模糊了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

间的界限。这使得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消

费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3]。各种各样

的用户生成内容（例如博客、评论、微博

等）在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复杂网络

间实时地流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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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4]，2011 年全世界共有社会网

络账户 24 亿个，Twitter 的用户数量在

2011 年已经达到 2.25 亿，每天发送的

tweet 数量为 2.5 亿条。平台中最火热的

话题每秒钟可吸引 8868 条 tweet，平台最

受关注的用户拥有 180 万名关注者；相比

于 Twitter，Facebook 拥有更广泛的用户

群体，自 2004 年创建以来，Facebook 的

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如图 1 所示。

Facebook 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的用户总

数已经达到 9.01 亿人，每日接受到的评

论为 32 亿条，每日新增图片 3 亿张。网

站上的好友数量达到 1250 亿对[5]。 

类别 国际重要站点 中国重要站点 

博客 LiveJournal, WordPress 搜狐博客，新浪博客 

微博客 Twitter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商业口碑 Yelp, Epinions 大众点评 

图片视频分享 Instagram, Youtube, Flickr 优酷网，土豆网，网易相册 

社交网站 Facebook, Linkedin 人人网，开心网 

维基百科 Wikipedia 百度百科，互动百科 

地理位置服务 Foursquare 街旁 

兴趣图谱 Pinterest 花瓣网，堆糖网 

表 1 社会媒体主要类别 

图 1 Facebook 用户数量增长情况（根据新闻报道重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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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媒体的机遇与挑战 

当下，社会媒体中自由涌动的海量异

构数据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它以文本、

图像、多媒体等形式呈现，其潜在价值将

超越以实物呈现各种资源，例如：石油、

矿藏等。因此对社会媒体的挖掘与利用引

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消费者、选民、

商业组织、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都可以

从社会媒体中找到关联的应用方向，这使

得关于社会媒体的应用和研究在短时间内

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以公共卫生领域为

例，社会媒体中实时、海量的信息可以用

于感知大规模人群健康状态，其将直接服

务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监测中，如传染

病事件暴发的早期检测与预警。传统的流

行病学调查方法获得的资料需要巨大的时

间与人力成本，这使得实证分析的结果不

能及时反映传染病的真实传播过程。而社

会媒体中的任何用户都是网络信息传感器

的一个细小终端，可以实时感应并报道重

大疫情的发生和发展状况，这一特点可以

用于弥补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之不足。最引

人注目的应用是 Google 公司利用搜索关

键词预估流感趋势的创新性研究方法—

Google Flu Trends
[7]，它主要通过统计与

流感症状相关的各类关键词出现频度与相

关的空间信息进行预测。其预测结果与美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测结果非常接近，

而且实时性更强，可比传统方法提前一到

两周得到监测结果。这种创新方法展现了

传统手段难以企及的预测效果。Nelson

等人[8]将世界范围中与传染病相关的疫情

暴发新闻通过电子地图进行实时展示，这

种可视化的方式可帮助人们分析疾病暴发

的时空风险。 

对于政府组织而言，社会媒体在防灾

应急中也展示了巨大的应用价值。最近几

年，每当突发事件出现时，社会媒体中便

会以极快的速度大量涌现出从各个视角对

突发事件的描述、评论与应对建议。网络

用户不仅将突发事件现场的各类一手资料

信息通过社会媒体分享，甚至会深入挖掘

出突发事件的各种相关信息。突发事件出

现后，社会媒体背后各种网络群体展现出

的热情与高效所产生的重大价值是传统方

法所无法想象的。例如，2010 年海地和

智利特大地震中，基于对 Twitter 等微博

内容的内容聚合平台—Ushahidi.com
[9]实

现了对事件现场各类信息的即时反应、快

速更新与全方面覆盖，为灾情实时感知、

救援进展实时播报、搜寻幸存者等提供了

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事实上，早在

2004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开通了“Did 

You Feel It”网站，以便从网络民众直接

获取地震活动相关的各类信息。2007 年，

美国政府综合论坛、博客、掘客、标签、

RSS、社交等社会媒体技术构建了专业政

府防灾应急网“911.org”。社会媒体给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创新研究提供

了难得机遇。 

通过追踪社会媒体中的信息，商业公

司可以获得有助于推广和改进产品的反馈

和信息。对于消费者，海量的信息和各种

观点可以帮助他们走进群体智慧的大门，

帮助他们制定更加理智的决定。社会媒体

的出现极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信息科学的

融合，为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社会

计算采用信息与计算技术方法研究社会相

关问题，例如：社会群体的形态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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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人们的交互模式等。为了解决社会

计算中复杂系统的管理与控制问题，王飞

跃等人扩展了社会计算的概念[11]，并提

出了面向社会计算研究的 ACP 方法[12,13]。

ACP 方法通过建立人工社会，利用计算

实验和平行执行分析评估影响系统的各种

因素，进而实现实际系统和人工系统的相

互借鉴和互动调节。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

们解答很多实际问题，如某个组织是达到

了一个稳定的状态还是经常发生剧烈变化，

具有创造力的团队应具有什么样的交互方

式等[10]。2009 年，David Lazer 等[14]在

Science 杂志上提出计算社会学的概念，

指出社会媒体中的大量信息，如博客、论

坛、聊天、消费记录、电子邮件等，都是

对现实社会的人及组织行为的映射，社会

媒体中的数据可用来分析个人和群体的行

为模式，从而深化我们对生活、组织和社

会的理解。 

然而社会媒体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海量数据的处理问

题、网络隐私保护问题等。社会媒体中产

生的海量数据促进了新学科的出现与发展，

数据科学(Data science)是一门研究数据

获取、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安全、数据

分析、可视化等内容的新兴学科。在

2008 年《Nature》杂志就出版了名为

“Big Data”的专刊，从多个方面着重介

绍了人们面对海量数据所遇到的困难。

2011 年 1 月《Science》杂志推出专刊

“Dealing with data”，同年 12 月又推出

专 刊 “ Data Replication & 

Reproducibility”，这两期专刊主要讨论

如何应对海量数据处理中的各种问题。 

不同于海量数据处理所带来的技术挑

战，网络隐私保护问题需要考虑更多层面

的因素。出于对日益严重的隐私保护方面

问题的考虑，世界各国纷纷酝酿出台新的

法律法规。2012 年 1 月 25 日，欧盟提交

了新的数据保护法修订案，新数据保护法

中规定泄露用户数据的公司将面临高额罚

金。2012 年 2 月 23 日，美国向议会提交

了新的隐私权利草案。由于法律环境的变

化，一些社会媒体站点管理者开始抵制公

众和第三方机构对于数据的大规模获取，

例如：Foursquare(地理信息服务站点)的

服务条款中明确提及“禁止自动获取站点

所提供内容”，Twitter 要求斯坦福大学

移除先前公布的用于研究的数据集。在数

据分享方面，Fred Morstatter 等[15]总结了

目前环境下社会媒体数据分享中面临的问

题，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开放准则的分布式

数据分享框架。此外，研究人员已经开始

尝试通过各种分割与合并算法降低社会网

络数据公开后的隐私担忧。 

3 社会媒体分析 

社会媒体的研究具有天然的多学科特

性，在过去的几年中，来自各主流学科的

研究团体均开始关注社会媒体带来的科学

机遇与挑战。如果从信息科学的角度出发，

社会媒体分析和社会媒体智能是该领域中

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由于社会媒体的动态

性与复杂性，信息传播的全面性和快速性、

网上群体行为演化的动态性、网上以及网

下行为虚实交互性，对于社会媒体的分析

迫切需要各种分析工具与模型的支撑。具

体说来，社会媒体分析的研究包括社会媒

体数据的获取与追踪方法、数据挖掘方法

与分析工具、社会媒体建模方法、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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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可视化方案等。本文将主要介绍社会

媒体分析中的数据分析技术与社会媒体建

模方法，如图 2 所示。 

3.1 社会媒体分析的工具与方法 

目前，常用社会媒体分析工具有观点

挖掘[16]、社会网络分析[17]、文本挖掘、

可信度分析等。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
[18,19]，社会网络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社会媒体中丰富的社会关系为使得开展大

规模社会网络分析成为可能。此外由于社

会媒体中含有大量用户生成的主观评论信

息，通过情感分析和观点挖掘技术可以获

取大众对于某一事件或产品的看法。情感

分析/观点挖掘是对带有主观性的文本信

息(以及语音识别后转化成的文本)进行分

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简而言之

就是获取意见的倾向性(正面、负面与中

立)与强度信息。进行情感分析的另一个

重要目的是要寻找意见和情感的主体和客

体。其中情感的主体就是观点和情感的持

有人或者组织。观点的客体就是观点针对

的目标，例如，某事件、事件的起因、事

件的影响、事件的结局等等，上述目标也

可以是产品、个体、公司、组织等等。如

果从粒度这一维度进行划分，可分为文档

级别分析与句子级别的分析。目前进行情

感分析的主要方法为基于统计/学习的方

法与基于规则的方法，更多的技术是两者

结合使用。 

3.2 社会媒体的建模与预测 

在社会媒体中，网络中的节点通过信

息传播与各种交互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其

它节点行为。影响力传播建模主要分析研

究信息和影响力在社会媒体中的传播扩散

图 2 社会媒体分析与社会媒体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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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与机制[20]。例如：Sun 等人[21]通过

研究 Facebook 中的扩散现象，发现不同

于“扩散是由少量初始节点发起”这一传

统假设，喜爱 Facebook 中公共页面的行

为通常是由大量节点同时发起，并通过很

短的传播链迅速结成大集群。类似的工作

中，Lerman
[22]等人通过分析活跃用户分

享新闻的行为，研究新闻在 Digg 和

Twitter 等站点中的传播特征。作者认为

尽管两个站点在功能和界面上差异很大，

但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却很相似。Yang 等

人[23]则通过聚类算法研究信息扩散的时

序特征，通过分析 Twitter 和 blog 中的数

据共得到 6 种时序曲线的主要形状，这些

信息可用于进一步的预测工作。 

影响力传播建模通常以某种产品、技

术、话题在社会媒体中演化与发展作为研

究背景，通过各种模型研究这些信息在社

会媒体中的传播与扩散过程。很多研究问

题均基于这些影响力传播模型，如影响力

最大化、爆发检测、意见领袖识别等。

Bhatt 等人[24]通过分析在线社会网络中产

品购买行为的传播扩散过程，建立了相应

的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可以用于确定不

同营销策略的目标人群，从而使得产品的

市场份额最大化。Goyal 等人[25]通过研究

Flickr 中图片的传播行为，提出机器学习

算法，通过挖掘历史传播记录获取影响力

传播模型的参数。根据模型种类不同，影

响力传播模型大致可分为线性阈值模型，

独立级联模型与博弈演化模型三种。 

独立级联模型(Independent Cascade 

Model)认为网络中的感染节点 i 以概率 ijp

来感染其邻居节点 j ，但每个节点只有一

次机会来感染同一节点，直到网络中所有

节点的结束传染尝试为止。 

线性阈值模型认为网络中的节点均存

在一个阈值
 0,1ih 

，网络中的每条边 ije

都有一个权值 ijw
并且满足

1
i

ijj N
w




，

其中 iN 表示节点 i 的邻居节点。当节点 i

满足条件 ,i
ji ij N j S

w h
 


时被感染，其中

S 为感染节点集合。 

与上述两个模型不同，博弈演化模型

中并不将状态分为感染或者未感染，而使

用 ix 表示一个节点的选择，节点会根据当

前状态改变自己的选择。
( , )i ju x x

表示收

益函数。对于两个相连的节点而言，选择

相同收益值大于选择不同的收益。网络中

的每条边 ije
都有一个权值 ijw

，每一时刻

节点 i 都会调整自己的选择使得自己的总

收益
( , )

i
i j i jj N

w u x x


最大，其中 iN 表示

节点 i的邻居节点。 

在线社区的建模与分析主要研究群体

行为的建模理论，探索在线社区的形成、

演化与发展规律。例如：在线社区识别主

要通过网络节点间的链接关系发现潜在的

社会群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恐怖组

织和仇恨群体越来越多的使用社会媒体进

行传播思想、招募成员等活动。为了应对

这些新的挑战，Chau 等人[26]提出了一种

识别博客中的仇恨团体的半自动方法，这

种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实际的信息监控中，

也可以帮助研究仇恨团体的结构特征。群

体行为分析的主要方法包括社会文化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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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组织行为预测，此外，规划识别方

法可以根据观察到的群体行为识别当前行

为的目标和意图等深层信息。 

4 社会媒体智能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群体智慧”在

网络时代拥有巨大能量[27]。以 2006 年的

人肉搜索事件—“网络虐猫女”为例，网

友们仅凭借网络中发布的一组照片，在短

短六天时间里，找到了踩猫人、光碟拍摄

人等关键人物，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同样，作为“群体智慧”，另一种

形式，众包也因其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到生

活中的各个方面。亚马逊还推出了专门提

供众包服务的平台 Mechanical Turk。 

如果说各种人肉搜索、众包现象充分

展现了“群体的智慧”的力量与魅力，社

会媒体智能则是建立在社会媒体分析之上，

通过整合社会媒体分析的技术、方法与模

型，旨在为各种应用问题提供有效的决策

支持，帮助决策者利用“群体智慧”。社

会媒体智能更倾向于如何激励、引导、收

集、利用这些智慧。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

局 (DARPA)举办的网络挑战 (Network 

Challenge)展示了社会媒体智能的巨大潜

力[28]。在该竞赛中，组织者秘密的将 10

只红色的气象气球放置到美国各地，在最

短时间定位所有气球正确位置的参赛团队

将获得 4 万美金的奖励。由于任务的跨地

域性、时间敏感性，单单依靠个人或少数

人的力量寻找所有气球几乎是不可能的。

幸运的是，气球放置的位置多为各种公共

场所，例如：公路旁，棒球场内等，普通

民众均可以看到并提供信息。因此如何在

短时间内动员人们进行大规模协作是参赛

队伍面临的主要挑战。由于需要实时、动

态的信息交互方式，在线资源特别是各类

社会媒体站点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在社会

媒体的帮助下，获胜的团队通过“递归激

励”策略开展动员，利用适当的信息确认

方法收集整理各种结果与信息，最终在不

到 9 个小时的时间内便找到所有 10 个气

象气球，这一结果远低于组织者的预计，

展示了社会媒体巨大的影响力。 

在对获胜策略的具体分析中 ，

Pickard 等人展示了社会媒体在竞赛过程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9]。通过分析 Twitter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有些队伍主要依赖于

初期密集的活动吸引参与者及注意力，但

是这种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力很快消失了。

而获胜团队的“递归激励”策略可以使社

会媒体中的影响力更加持续。该问题的实

质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展大范围情报

收集工作，因此竞赛结果将有助于思考如

何开展大规模灾害，商业情报的收集。该

活动也为网络社区传播理论、众包激励机

制在社会媒体智能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

示例。 

社会媒体分析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

为社会媒体智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极大

的促进了社会媒体智能在各领域中的应用。

2012 年 3 月，美国红十字会正式启用了

新的“数字化运营中心”，作为第一个基

于社会媒体的人道主义救援部门，该中心

的建成反映了社会媒体智能在应急管理中

日益增长的重要性[30]。具体来说，数字

化运营中心将帮助红十字会组织在紧急情

况下收集各种受灾地区的信息，以确定需

要救助的人们，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例如帮助人们找到所需的食物、水、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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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是情感支持。在金融领域，2011 年 5

月，世界首家基于社交媒体的对冲基金 

Derwent Capital Markets 上线，它将利用

Twitter 中的公众情绪实时分析结果指导

投资[31]。这些应用的背后是相关研究的

支持，目前尝试使用社会媒体预测股票市

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方法主要比较

Twitter 中的情绪信息与股票指数之间的

关联性。如 Zhang
[32]等发现无论是“希望”

等正面情绪或是“害怕”、“担心”等负

面情绪在总推文数中的比例,都可以预示

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准普尔指

数的变化。另一个研究中通过对 Twitter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者发现推文的总

数、交易量、看涨程度和标准普尔 100 指

数之间密切相关[33]。另一种方法则比较

品牌在社会媒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与公司股

价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星巴克、可口可

乐和耐克等三个品牌在社会媒体中的数据，

研究人员发现公司的股价与社会媒体中的

社会网络信息密切相关，这些指标包括

Facebook 上的粉丝数、Twitter 上的听众

数和 Youtube 上的观看人数等[34]。 

然而，与社会媒体分析相比，社会媒

体智能的研究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尽管目

前存在着许多概念层面的讨论，例如相关

的技术挑战，相关的学科等，然而专注于

社会媒体智能的系统性研究与细致而可信

的研究结论依然非常稀少。在这里我们尝

试讨论社会媒体智能的研究面临的主要挑

战，以期该领域的研究能够得到更广泛的

关注。首先，社会媒体智能的研究迫切需

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交互与整合。尽管以商

业为代表的各种领域已经对社会媒体智能

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学科之间

的整合与交流程度仍然很低，信息科学的

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

位置。相较而言，社会媒体智能在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传媒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

究比较分散，缺乏相应的跨学科项目支持。

其次，对于社会媒体智能的研究需要制定

客观和简明的性能评价方法。由于社会媒

体智能的应用领域广泛，建立一套有效的

决策支持评价机制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方

法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很难评价社会媒体智

能的投入产出比，因而阻碍着相关研究的

开展。最后，如果单纯从模型建立和决策

支持的角度出发，随着社会媒体智能研究

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新的应用也将需要更

先进的社会媒体分析方法与计算框架的支

持。 

5 总结 

综上所述，在信息科学的研究中，社

会媒体的分析与智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媒体分析主要关

注社会媒体数据的跟踪与获取、社会媒体

数据的处理与整合、社会媒体的建模与预

测等问题。在社会媒体分析的研究中，情

感分析/观点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

与技术的成熟推动着社会媒体建模与预测

的研究，诸如影响力传播建模、在线社区

建模等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社会媒

体智能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媒体分析之上，

通过整合社会媒体分析的技术、方法和模

型，为各种应用问题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帮助决策者利用“群体的智慧”。与社会

媒体智能的巨大应用价值相比，其研究仍

然处于早期阶段，因此需要广泛的关注与

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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